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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《公共数据“三清单”管理

规范》编制说明 

一、任务来源 

本标准修订项目于 2023 年 12 月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批准立项，列入《2023 年度第三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

计划》（沪市监标技〔2023〕561 号）。 

本地方标准由上海市数据局提出，上海市数据标准化技术

委员会归口。 

二、背景和意义 

为更好的促进本市公共数据资源整合和利用，推进政务服

务“一网通办”等电子政务发展，实现各部门公共数据统筹管

理和按需共享。由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牵头编制了地方标准《公

共数据“三清单”管理规范》，于 2020 年发布实施。此标准的

发布对于建立以“三清单”为基本抓手的公共数据共享框架，

构建有序完善的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 

自 2020 年标准发布以来，国家及上海市在公共数据共享管

理方面经历了政策更新与调整，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和挑战。

2025年5月，《政务数据共享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809号）发布，

要求优化目录管理，明确目录编制、发布以及动态更新要求，

确定政务数据共享属性分类，细化共享使用规则。2023 年 3 月，

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发布，对公共数据资

源目录编制、共享应用、跨层级共享等要求进行了明确，要求

“三清单”的需求申请场景必须从部门职责目录中选取，共享

依据和使用场景相比之前更加规范。2024 年 1 月，上海市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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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成立，数据管理职能由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变更为上海市数据

局，对公共数据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。《上海市公共数据目录链

管理办法》（沪数据办〔2025〕2 号）提出要依托区块链技术建

立公共数据关键要素上链存证和数据溯源机制，要求各公共管

理和服务机构通过目录链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编目上链、资源管

理和开发利用等。 

随着近几年上海市公共数据的建设，产生了数据探索分析、

数据产品开发等新的数据共享场景，为了更好的支撑所有的数

据共享场景，亟需完善并拓展管理与使用场景和要求。同时，

“三清单”的载体由公共数据共享交换平台逐步升级为以区块

链为核心的大数据资源管理平台，公共数据共享需求的提出均

需在大数据资源平台提出。已发布的地标主要支撑常见的库表

和接口的数据共享场景，滞后于以上政策和业务新要求。为更

好地支撑本市公共数据共享和利用工作，同时适应新政策的变

化，迫切需要对已发布地标的管理流程和清单要求进行修订，

助力构筑跨地区、跨层级、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交换和应用体系，

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。 

三、编制原则 

（一）一致性原则 

本标准严格遵守《政务数据共享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809

号）、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公共数

据目录链管理办法》（沪数据办〔2025〕2 号）等国家、地方政

策文件中关于公共数据“三清单”的有关要求，保证标准内容

与相关文件要求的一致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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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可操作性原则 

随着公共数据管理工作的深化，本市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

已广泛适应“三清单”管理模式。目前，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

通过“三清单”管理系统提交公共数据共享需求申请，实现跨

层级、跨区域、跨部门、跨系统的数据共享。本标准修订过程

中，充分总结业务实践经验，并将其作为修订的基础依据，确

保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（三）前瞻性原则 

在兼顾当前本市公共数据共享应用现状的同时，考虑到区

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和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，提出公共数据资

源目录依托目录链进行统一管理的要求，充分体现标准的前瞻

性特点。 

四、编制过程 

（一）起草阶段 

2023年 11月，为推动公共数据“三清单”标准的研制，由

上海市大数据中心……等组成了标准起草组。 

2023 年 12 月至 2025 年 6 月，标准起草组在充分调研相关

国家、地方政策文件的基础上，结合公共数据“三清单”管理

的实践经验，召开座谈会、集中研究等方式，先后 6 次组织标

准起草组成员修订标准草案，对标准修订依据、新增内容等进

行反复沟通和修订。在内部征求主管部门——上海市数据局各

处室意见后，于 2025 年 6 月底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五、标准的主要条款说明 

（一）术语和定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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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上海市数据条例》第二条对 3.1、3.4 的定义进行修

改。根据《上海市公共数据目录链管理办法》（沪数据办〔2025〕

2 号）中依托目录链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编目上链要求，修改 3.9

定义。根据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管理职

责划分，以及应用场景管理要求，新增 3.3、3.12 两个术语。 

（二）管理职责 

根据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管理职责

划分，对公共数据管理部门、平台管理部门和公共管理和服务

机构管理职责进行修订。制定“三清单”编制标准的职责由原

来的平台管理部门变更为公共数据主管部门。 

（三）清单元素 

根据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第十八条

要求，新增 5.1 表 1 中的“数据共享应用责任承诺”。结婚当前

本市公共数据“三清单”管理现状，新增“业务目标、应用场

景名称”，删除“应用场景一级业务主体、应用场景二级业务主

体、应用场景数据条目、应用场景使用目的”。 

（四）管理要求 

根据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中“第二章 

公共数据目录编制和归集”要求，对需求清单的生成（6.2.1）、

变更（6.2.2）进行修改，并新增需求清单的异议处理（6.2.3）；

对责任清单的生成（6.3.1）、变更（6.3.2）进行修改，并新增

责任清单的异议处理（6.3.3）、停止（6.3.4）；对负面清单的

生成（6.4.1）进行修改。 

（五）“三清单”数据共享管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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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中“第三章 

公共数据需求管理和共享应用”、“第四章 跨层级公共数据共享”

要求，新增“7 ‘三清单’数据共享管理流程”。数据共享流程

分为常规共享（7.1）、便携共享（7.2）和跨层级共享（7.3）。

常规共享（7.1）根据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中第十七条、第二十二条的内容，又细分为归集数据共享

（7.1.1）、未归集数据共享（7.1.2）和融合治理数据共享

（7.1.3）。根据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第

十九条，以及《上海市公共数据目录链管理办法》（沪数据办

〔2025〕2号）中关于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要求，新增便携共享

流程（7.2）。根据《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中

“第四章 跨层级公共数据共享”，新增跨层级共享（7.3），细

化跨层级共享、区级数据共享和属地返还共享流程。 

六、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

本标准按照《上海市加快推进数据治理促进公共数据应用

实施方案》（沪委办〔2019〕8 号）等文件中关于梳理公共数据

“三清单”的有关要求，面向公共数据共享交换领域提出“需

求清单”“责任清单”“负面清单”三张清单的管理要求，在内

涵上与国务院领导提出的“三张清单”、其他地方和单位提出的

“三清单”有本质的区别，是国内公共数据领域首次提出，填

补了行业空白，对规范上海市的公共数据共享交换工作意义重

大。目前未发现公共数据“三清单”相关的国内外标准。 

七、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

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就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、政务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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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系统整合共享等做出系列重要部署，2007 年发布国标《政务

信息资源交换体系》和《政务信息目录体系》，2017年国务院发

布《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》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央

网信办联合发布《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等，

2017 年发布了《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》等一系列关

于政务平台的国家标准。贵州、山东、天津、江西、江苏等电

子政务发展较快的省市，发布了一系列地方标准，如贵州省发

布实施了 DB52/T 1125《政府数据资源目录》系列标准；山东省

发布了 DB37/T 2286《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》，基本实现

同一在全省不同层级、不同区域间有关要素相对统一，相关信

息跨部门、跨层级、跨地区共享，实现无差别办理，为“一网

通办”奠定了基础。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和理由描述 

无。 
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无 

十、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

本标准明确了“三清单”要素和管理要求，有利于指导本

市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“三清单”的编制，共享需求的梳理，

共享责任的落实，为规范全市公共数据共享交换奠定基础。本

标准发布后，为促进本标准的推广实施，建议采用“试点先行-

总结推广”的实施路径，面向全市各区、各委办有针对性地开

展应用实施的宣贯和培训，通过开展先期试点工作积累标准实

施经验。同时，定期跟踪评估实施效果，推动标准持续迭代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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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，最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数据“三清单”管理模式。 

 


